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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专业资本积累与
专业成长促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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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教师在职学习对打破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缓慢的局面、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

义。采用情境访谈法收集相关数据、展开案例研究,旨在探讨乡村教师在职学习过程中的专业资本积累问

题,探寻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从积累专业资本的视角展开研究发现:一方面,乡村教师在职

学习过程中面临三重困境,即乡村教师群体社会资本结构性贫乏、个体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积累“内外交

困”、实践共同体专业资本再生产能力欠缺;另一方面,在乡村教师在职学习过程中,其专业资本实现快速积

累的契机在于获得共同体的认可。因此,构建教师专业资本积累与专业成长促进机制,需要激发内部动力,

同时还要发挥外部激励作用。从外部系统看,教师队伍培养体系和教师专业成长激励机制是社会资本流动

的制度保证,也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外在动力;从内部系统看,社会资本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机会,为决

策资本提供追加与补充,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是社会资本流转的基础,为社会资本“质”

的提升提供必要保障。此外,建立以卓越教师、骨干教师和新手教师共同组建的乡村教师学习共同体,引导

乡村教师专业资本各要素的流动与增长,是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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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乡村教育通过厚植乡村人力资本,推动乡

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支撑[1]。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是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和保

障。在乡村教师队伍整体专业素质偏低和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受限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利用

乡村地区有限的资源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

问题。研究者认为,构建乡村教师学习共同体

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

效路径[2-3]。然而,构建怎样的促进乡村教师学

习的共同体以及如何具体构建乡村教师共同

体,是研究工作中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亦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方面,农村教育质量与农村教师问题作

为一个全球性问题[4],特别是当教师短缺时,补
充教师队伍的数量是首要工作。在美国和欧

洲国家往往采用低价低质的方式进行教师补

充的策略[5],这样建立的教师队伍“工作不固定

而具有临时性质,开始时仅需要廉价的培训,
且随时可以由技术所代替”[6],教师个人素养亟

待提升。与之类似,我国在县级地方政府基础

教育财政支出能力不足[7]的现实情况下,2006
年启动实施“特岗计划”,有效地保障了国家最

急需的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基本供给,而专业素

质普遍低于自其他渠道引入的特岗教师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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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村学校的中坚力量,并开始担任学校各

项主要工作[5]。但特岗教师队伍培训力度较弱

且没有专门制定培训规划[8],环境因素对乡村

教师留任有显著的影响[9],留任率高而之后的

流失问题严重,存在“乡村教育”不适应、教学

效能感低[10]等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乡村

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群体

在专业成长过程中遭遇困境:乡村生活诸多不

便、社会地位较低、专业成长机制缺失和精神

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等因素,导致教师产生角色

认同危机[11];繁重的教学与管理任务、对新课

程改革和教师培训模式的不适应等多种因素,

不断加剧教师职业倦怠,使教师逐渐丧失职业

自尊[12]。

为了改变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不利的局面,

引导乡村教师走出困境,哈格里夫斯提出抵抗

“错误资本(商业资本)驱动的教育改革”[13],富

兰也提出增强教师专业有效性的新路径,即提

升教师专业资本(其中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和决策资本三个子概念)[6]90。在专业资本

取向中,人力资本是指教师个体的质量,社会

资本代表教师群体的质量,决策资本指向教师

的专业判断能力[14]。基于提升整个教师队伍

质量的宏大目标,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是最关

键的要素[13],如果社会资本是薄弱的,其余所

有方面都将注定失败[6]91。教师群体通过共享

学校文化、相互支持与共同发展以及充分信任

而拥有的资本,最能有效地推动教师个人的学

习,提高专业能力。反之,如果教师整体素质

不高,那么基于共同体的交流和学习活动则不

能有效地提升教师的专业判断力,不能促进教

师个体的专业成长。一项以中国西南地区部

分城市学校为样本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

相关研究发现,教师合作的质量(而不是频率

或数量)是影响中国教师集体活动的关键因

素[15]。换言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举措建立

协作组织使教师倾向于一起工作,但只是有组

织的集体活动无法保障教师互动的有效性,薄

弱的社会资本并不能真正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然而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考察中国乡村教师

个体的专业成长历程,却能够看到身处乡村教

育环境中的教师,虽然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薄

弱,但仍有通过在职学习在专业上迅速成长的

案例,这似乎不符合西方研究者“如果社会资

本是薄弱的,其余所有方面都将注定失败”的

观点。中国乡村教师在其个体专业资本积累

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现实困境,又如何突破乡

村教育环境中社会资本薄弱的困境而获得专

业发展,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基于教师专业成

长“情境相似性”特点,本文尝试以乡村教师队

伍中的特岗教师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

析其专业成长的案例,从专业资本视角探讨如

何构建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与成长的实践

共同体及其发展机制,旨在为乡村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的提升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促进

教育均衡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 研究框架

(一)专业资本: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解读

哈格里夫斯和富兰对专业资本的描述强

调其作为一个“奠基性”概念,可以整合那些能

够在专业实践领域(包括教学)“创造高质量和

高成就的关键要素”[6]91,有助于研究如何将教

师专业资本积累作为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增强

教学有效性的新路径,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其中,社会资本为人力资本提供发展机

会,保障决策资本在获得追加和补充的过程中

促进专业资本的积累;反之,在社会资本薄弱

的情形下,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难以实现有效

积累。换言之,当教师所在团队的整体素质较

高、所处的教育环境相对优越时,教师共同体

就有助于教师获得来自于群体的积极影响和

有效指导,从而促进教师个体专业决策能力的

提升,促进其专业发展;相反,在教师群体整体

素质偏低、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形下,教师

共同体则难以为教师个体成长提供必要的支

持。因此,本文尝试从专业资本视角探讨乡村

教师专业成长,以特岗教师为例,分析其面临

的专业成长困境,探寻乡村教师专业资本积累

的有效途径与专业成长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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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共同体:教师专业成长的依托

在教师共同体的相关研究中,专业学习共

同体(professionallearningcommunity)和实践

共同体(communityofpractice)被广泛关注。
中国教研体系被认为是一种协作型的专业学

习共同体[16-18],强调教师与同行积极合作,“同
侪互助”是基本内涵,促进教学和专业学习是

共同 目 标。但 是,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在上海通过观察发现,教师培训组织

者或学校会挑选最好的老师为同伴提供讲座

或示范,而新教师会通过观察向更有经验的同

事学习[19]。结合对日常教研活动及“名师工作

室”等教师共同体构建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
新手教师主要通过与资深教师交往互动和观

察来学习,促进教学技能的提高和知识的积

累。随着专业素养的提升,新手教师逐渐成长

为骨干教师,成为教研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

一方面为更年轻的教师提供示范,另一方面接

受其他教师的评议和教研组长与工作室主持

人的指导,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在教师成长

过程中,学校教研组、名师工作站(工作坊、工
作室)等学习共同体为教师学习提供了重要的

人文环境。作为学校成员的教师,在其专业学

习和成长中受到所在学校文化、价值观与信

念,以及区域内教学经验和知识更丰富的权威

型教师的影响[20]。
尽管实践共同体与专业学习共同体都关

注“同侪互助”对教师专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但
实践共同体更强调青年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对

权威教师的信任和依赖、专业能力较强的教师

对能力较弱教师的积极影响以及教师队伍结

构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本文采用实践共同体

来概括教研组、名师工作室等组织形式,以此

作为探讨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背景。
(三)培养体系与激励机制:教师专业发展

外驱力

在中国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语境下探

讨教师专业成长,不仅需要关注中国特色的教

研制度[18],而且需要关注与教师专业能力和教

师队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的专业资格认定与

职级晋升制度。一方面,教师身处的教研组和

所加入的“名师工作室”等学习共同体,作为教

师队伍培养体系的基本单位为教师的专业成

长提供了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教师职业能力

竞赛(教师基本功大赛、优质课评比等)和在职

教师培养体系(如省、市、县“三级”,以及教学

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三类”培养体系)
始终着力于系统培养教师和提升教师队伍质

量。因此,中国教师队伍培养体系和教师专业

成长激励机制合力驱动教师成长,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并为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保驾护航,是
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外驱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质性研究范式下展开。考虑到

教师学习及专业资本积累动态性、生成性特

点,“回溯”教师个体学习活动和实践共同体中

的互动过程,是厘清教师在职学习和专业成长

问题的必然选择。而个案研究“通过比较相似

情境中的差异性,形成实质性的因果解释”[22],
能够更好地对教师专业成长促进机制进行探

索。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文以乡村教师中

具有代表性的特岗教师群体作为主要研究对

象。研究对象的选取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
随机抽样的方式从67名小学、初中数学特岗教

师中抽取20位作为初步访谈对象,即按照一定

的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进行抽样,以提高研究

结果的可信度[21];第二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特岗教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访谈,以达到

用个案揭示乡村教师共性特征的研究目的。
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主要采用情境访谈

(contextualinterview)法,通过情境提问聚焦

教师专业成长经历,关注其对自身专业成长的

语义表达,并征得受访者同意,对访谈过程录

音,将访谈内容转录成文本资料,请受访者核

实。研究资料分析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资料分析与收集同步进行,通过编码分析

判断典型案例所属类型,为下一步资料收集确

定相对明确的方向;第二阶段,反复沉浸式阅

读与分析资料,通过文献回顾,将分析结果与

已有研究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比较与碰撞,从
而获得新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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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教龄 学历 所学专业 所教科目
留任后是
否有流动

备注

T1 女 10 专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有 获市级“教学能手”称号

T2 女 6 本科 教育技术学(非师范) 小学数学 有

T3 女 3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小学数学 无

T4 女 5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小学数学 无

T5 女 3 本科 物理(师范) 小学数学、初中物理 有 曾同时兼数学、物理教师

T6 女 4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 小学英语、初中数学 有
获县级课堂教学大赛一
等奖

T7 女 3 本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非师范) 初中数学 无

T8 女 4 本科 计算机(非师范) 初中数学 有

T9 男 8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初中数学 有
主持县、市级研究课题各
一项

T10 男 3 本科 物理(师范) 小学数学、初中数学 有

四、 研究发现

(一)乡村教师群体社会资本结构性贫乏

衡量教师群体相互影响能力的关键要素

在于其社会性互动的数量和质量,而教师群体

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教师群体社会性互动质量

的重要方面。这种社会资本在教师学习中的

具体表现,是指实践共同体开展活动的“数量”

和活动过程中教师相互交流信息的“质量”。

通过资料分析发现,包括特岗教师在内的乡村

教师群体社会资本贫乏是多方面、结构性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教师合作共事的机会缺失。尽管在

行政力量干预下教研组活动需满足一定数量

要求,但部分特岗教师所在学校“基本不开教

研组会议”(T1教师反映其刚入职时乡村教学

点的实际情况),没有师徒结对活动(T8和T2
教师反映其当前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客观

上不能提供教师间交流互动的机会,使教师在

职学习孤立无援。

其二,真诚合作、坦诚交流的教研文化贫

乏。直抒己见的教研文化氛围的缺乏,使交流

研讨活动往往浮于表面,合作互动流于形式,

缺乏实质性探讨。如T7教师反映其所在学校

的评课活动要听教研组长的,校外培训活动则

听“专家”的,“很难产生思想碰撞”。T4教师反

映“和师傅一起来来回回相互听课、备课、磨

课,在语言等方面有一些提高”,但诸如“如何

把控课堂教学重点难点方面的问题”等关于学

科教学关键性问题的探讨相对缺失,让T4教

师“总觉得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其三,高质量互动的基础条件薄弱。尽管

青年教师更倾向相信专业能力更强、教龄长、

经验丰富的教师,在教研活动中呈现服从和信

任的合作文化氛围,但处于核心地位教师的领

导力欠缺、专业素养不足,限制了教师合作共

事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力。譬如 T10教师

反映,其所在的数学教研组只有一名数学专业

教师,T7教师的学校只有化学、物理和数学教

师组成的理科教研组,当老师们听课、评课遇

到问题时,“讨论也没有结果,就散了”,因而客

观上无助于乡村教师专业资本的积累,不利于

乡村教师在相互交流中提升专业能力。

从表面上看,社会性互动欠缺和低效、学

校优质教师资源匮乏等因素是教师群体相互

影响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使得教师通过在职

学习获得专业成长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而

这一现象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乡村教师群体社

会资本结构性贫乏的事实。

(二)乡村教师个体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

积累“内外交困”

在乡村教师的在职学习过程中,教师人力

资本(即教师已经拥有和正在发展的必要知识

与技能,是作为专业从教个体具备的专业能

力)和决策资本(专业判断能力)的提升主要依

赖自身通过职前学习和培养所形成的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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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然而,乡村教师在专业发展的实际过程

中,其个体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积累常陷入外

部激励资源稀缺和自身专业素养不足的“内外

交困”境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教学技能比赛、课题申报等直接激

励机会,对乡村教师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在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自信是教师

专业资本增长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23]。总

的来说,身处社会资本薄弱的学校环境,仍能

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专业成长的特岗教师,其个

人禀赋并非专业资本积累中孤立的存在,而来

自外部的激励则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驱动

因素。然而,在乡村教育资源匮乏的条件下,

即使有教学技能比赛、课题申报等机会,教师

“想参加也不一定能去得了,名额就那么两个”

(T3教师)。由于乡村教师专业素养普遍偏低,

外部激励机制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

“去比了,但是没拿下来奖,下回领导也不能再

派你(T7教师)”。乡村教师个体质量与专业判

断力提升过程始终伴随外部资源稀缺的无力

感,专业发展易陷入迷茫无助的困境。

其二,乡村教师对学科教学深层次的专业

成长需求与实践共同体社会资本薄弱的矛盾

逐渐突出。对于专业能力较弱的乡村教师而

言,其个体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积累的“内外

交困”,更多源于自身专业成长需求与实践共

同体社会资本相对薄弱之间的矛盾。由于特

岗教师准入门槛较低,入职培训不力,加上乡

村师资力量不足,使得所学专业与所教科目不

匹配的教师直接上岗的现象普遍存在。这部

分教师在教学中常表现出关注课堂教学形式

和流程多于教学内容,以及反思教学内容多于

教材内在逻辑的情形。因此,即使乡村教师专

业资本较弱,实践共同体的互动交流仍然是助

力乡村教师初期专业成长的重要外部因素。

但是,在逐渐胜任教学工作后,乡村教师对学

科教学深层次的专业成长需求与实践共同体

社会资本薄弱的矛盾逐渐突出,使其常产生“乡

村教师可利用的资源太少”(T6教师,T7教师)和
“个人学习成长很慢”(T8教师)的无力感。

其三,乡村教师对在职学习环境感到无

奈,因自身专业素养欠缺造成学习能力不足而

产生迷茫。对于专业能力相对较强的乡村教

师而言,教师个体专业素养和专业判断能力的

提升多依赖在职过程中的自我学习,而其人力

资本和决策资本积累陷入困境。这不仅是由

于乡村教师培养环境让乡村教师感到无奈,而

且还由于乡村教师自身专业素养欠缺造成学

习能力不足而产生迷茫。譬如,师范专业特岗

教师在教育实习期间有着参与实习学校教研

活动的经历,因此常常期待可以通过工作中的

集体反思性实践提升自身专业判断能力,获得

决策资本。但受限于乡村教师资源薄弱和整

体素质偏低的现实,当“他人的判断与自身的

洞察不符”(T3教师)或听评课活动中“每个老

师说一点,意见比较多,没有权威的教师作总

结,不知道究竟该听谁的”(T4教师)时候,常常

由于“学校太小,没有可以讨论的对象”(T6教

师),需要教师依靠自身专业素养,通过个人反

思和综合思考形成独立判断。即使实践共同

体能够作出合理判断,教师仍然独自面对与他

人观念的差异。在已有教学经验、教育理念与

乡村教育现实的碰撞中如何提升专业判断能

力,亦常常让乡村教师感到迷茫和无措。如T3
教师所言,“教研活动会有碰撞和讨论,就会有

很大的收获,只有自己去改变,才会有收获,但

是很多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三)乡村教师实践共同体专业资本再生

产能力欠缺

在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历程中,除了教师

群体社会性互动之外,实践共同体作为教师队

伍建设基本单位,在纳入整个教师队伍培养体

系的过程中通过共同体成员专业资本再生产

能力的提升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是保障教师队

伍结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简言之,当新

教师进入实践共同体,其学习主要体现在通过

观察模仿,在资深教师指导下改进教学方式,

积累教学经验,提升专业技能,逐渐成长为实

践共同体中的骨干力量,并具备指导新手教师

的能力,是实践共同体专业资本再生产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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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然而,通过研究发现,当下乡村教

师实践共同体的发展却不得不面临专业资本

的再生产能力不足、专业资本流转缺失的现实

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乡村学校环境中自然形成的实践

共同体,因乡村教师的大量流失和师资培养能

力不足而导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后继乏力。

以特岗教师为代表的一群乡村教师为例,尽管

其三年服务期满留任率较高,但留任后离开所

服务学校的情况普遍发生,更加剧了乡村学

校、教学点教师队伍结构老龄化,导致乡村学

校专业资本再生产停留在培养“熟手”教师层

面,难以缓解教师队伍专业素质偏低的现状,

使专业资本再生产能力缺失与乡村教师培养

需求迫切的矛盾更加突出。

其二,以“名师工作室”为典型代表的区域

性实践共同体,对乡村教师培养力不从心。一

方面,工作室就近吸纳成员开展活动,客观上

不具备辐射乡村教师的现实条件。通过研究发

现,仅有一个工作室主持人支教期间吸纳了两名

特岗教师并带动其成长的案例(T5教师是其中

之一)。另一方面,特岗教师的高流失率制约了

乡村学校为其提供专业成长平台与机遇的主动

性,阻碍乡村学校专业资本流转与再生产。

(四)乡村教师专业资本快速积累契机在

于获得共同体认可

不可否认,相对落后的乡村学校教研环境

以及乡村教师整体专业素质偏低的现实状况,

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但通过研

究发现,在我国教师队伍培养和激励机制下,

有部分特岗教师在薄弱的社会资本和落后的

教育环境中脱颖而出,通过持续学习和反思实

践,实现专业能力显著提升。其专业资本快速

积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实践共同体的认可,能够激励

乡村教师在职学习,进入专业成长的良性循

环。譬如,T6教师从“非师范”跨专业考取化学

课程与教学论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特岗教

师身份在乡村小学承担英语教学工作,一度对

自己能否做一名合格教师持怀疑态度。而这

位教师通过参加课堂教学技能比赛获得优异

成绩,从而激发了她研究课堂教学的兴趣,使

其明确了工作努力的方向,并自述留任后流动

到了当前所在学校,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参

与学校各种教研活动,在专业上不断成长。T9
教师则通过申请获批县、市级课题,并认识到

尽管不能在课堂教学技能比赛中有突出表现,

但可以通过课题研究促进专业成长。

其二,教师在获得共同体认可后更易于从

教师培养体系中获得优秀资源,实现专业持续

发展。T1教师正是一路从校、县、市级“赛教”

中胜出,不断获得专业成长的典型案例。从T1
教师的成长经历看,他成为“县级教学能手”

后,受邀加入了当地名师工作室成为主持人的

徒弟,并在其指导下迅速成长为“市级教学能

手”,这是其专业成长进入快车道的第一个重

要转折;接着他被遴选为某省级培训团队成

员,逐步承担起面向所在地的“送教下乡”任

务,有能力带动身边教师成长的同时实现了自

身的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在具有中国特色

的教师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下,获得共同体认

可,进入教师培养体系,是乡村教师积累专业

资本而快速获得专业成长的重要契机。

五、 研究启示

(一)分析与探讨

在有关教师专业发展诸多问题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中,人们关注到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24]。

本文尝试从教师专业资本积累的视角探讨在

薄弱的社会资本和乡村教育环境制约下乡村

教师在学习和专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

其多样形态与特征,基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

教师实践共同体和教师队伍培养体系,进一步

探寻乡村教师突破困境、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

契机,探索构建有助于乡村教师专业资本积累

与专业成长的促进机制(见图1),以促进乡村

教师学习的良性循环,不断获得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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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乡村教师专业资本积累与专业成长促进机制

  第一,从教师专业成长促进机制的外部系

统看,教师队伍培养体系以及教师专业成长激

励机制作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中社会资本流

动的制度性保障,确保社会资本为教师个体人

力资本发展提供机会,在教师个体和集体决策

资本的积累中发挥保障作用。同时,获得教师

专业共同体的认可是激励教师人力资本发挥

作用的外在动力。在寻求专业共同体认同与

支持的过程中,教师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带
动决策资本的积累,进而发展其专业资本,促
进其专业成长。

第二,从教师专业成长促进机制的内部系

统看,社会资本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机会,
为决策资本提供补充。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当
教师的专业资本增长依赖个体学习时,教师自

身的教学认知能力与教学反思的元认知能力

相匹配,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积累处于相互促

进状态;反之,当教师个体所具备的知识经验

相对不足或反思性实践活动能力较低时,专业

资本积累易陷入停滞状态。此时社会资本的

有效介入是教师专业资本获得再次发展的催

化剂。同时,乡村教师的人力资本和决策资本

也是社会资本流转的基础,相对雄厚的个人专

业资本和决策资本带动了社会资本“质”的提

升,并提供必要保障。
第三,建立以卓越教师、骨干教师和新手

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实践共同体,促成实践共同

体的专业资本各要素流动与增长,是构建良性

循环的乡村教师实践共同体的理想状态。由

于“师徒关系本质是互惠的,学员和导师都从

师徒经验中学习”[25],因此在这种结构良好、氛
围融洽的实践共同体中,个体与集体的决策资

本互为基础,教师间“积极互赖”(positiveinter-
dependence)的关系促进个体与集体人力资本

之间相互流转,而社会资本则是人力资本和决

策资本在专业资本积累时的加速剂。实践共

同体再生产能力通过成员间人力资本、决策资

本的流动,促进教师队伍整体专业资本的有效

增长,从而推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综上所述,尽管对特岗教师进行的个案研

究,是一种特定情境下对乡村教师专业成长进

行的探索,使得研究结果对于乡村教师专业成

长的解释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本文仍尝试

厘清专业资本视角下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为打破乡村教师队伍专

业成长缓慢的局面、提升教师队伍整体专业能

力提供一种理论阐释的视角。
(二)启示与建议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通过强化实践共同体

的专业再生产能力,构建良性循环的乡村教师

实践共同体,发挥其作为教师队伍培养体系基

本单位的重要角色,促进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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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从当前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考察,尽管教师专业成长激

励机制等外部因素能够驱动小部分乡村教师

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专业成长,但是这种驱动力

较弱,其促进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的作

用有限。构建具有“造血”功能的乡村教师实

践共同体,面临着现实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在
乡村教师群体中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教师

领导力的“核心教师”的缺乏,与年轻教师专业

能力提升需求迫切之间的矛盾,无助于乡村教

师队伍整体专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在“城市

对于‘乡村教师向城流动’有强劲的‘拉力’”[26]

的实际情况下,专业共同体的认可客观上加速

了教师的流失,加剧了乡村教师实践共同体专

业能力的不足。
因此,要突破现实困境,需要注重以下两

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推动“名师工作室下沉和落

地”,打通城乡教师合作交流的壁垒,解决乡村

教师实践共同体中骨干力量不足的难题。通

过“输血”的方式,促进乡村教师实践共同体专

业能力的提升,是构建良性循环的乡村教师实

践共同体的前提和保障。当前,乡村学校优质

教师资源匮乏,教师可利用资源稀少,社会资

本薄弱是不争的现实。“名师工作室”等跨区

域专业学习组织主要集中在城区学校,其良好

的互助合作形式和学习内容难以渗透到乡村

学校。推动“名师工作室下沉”,创造“学校+
区域”教研环境,为乡村学校开展高质量教研

活动引来源头活水,是支持乡村教师的专业成

长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新教师补充和培

养机制,完善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激励机

制,积极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保障乡村教

师队伍的稳定[27]。引导乡村教师制定合理的

职业发展规划,规避职业倦怠,强化乡村教师

实践共同体的“造血”功能,确保乡村教师实践

共同体专业能力得到持续发展,是乡村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提升的核心和关键。
从乡村教师职业生涯初期的专业发展经

历看,“去留意愿的纠结”常常使乡村教师无暇

顾及自身专业成长,荒废专业学习。但是,反

观优秀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历程,发现他们都将

来自共同体的肯定以及获得相应荣誉作为专

业成长的标志。特别是职业生涯初期获得的

肯定和激励,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乡村教师的专

业自信,影响其专业发展方向。因此,完善乡

村教师激励机制、强化乡村教师职业认同,帮
助乡村教师规避繁重工作和在职学习相互冲

突产生的职业倦怠,引导乡村教师走出迷茫、
抓住专业成长契机,使更多乡村教师能够有机

会获得来自共同体的认可,是乡村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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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MechanismofProfessionalCapitalAccumulationand
ProfessionalGrowthPromotionofRuralTeachers

HUANGXiaolin
(SchoolofInformationEngineering,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On-the-joblearningofruralteachersisofgreatsignificanceinbreakingtheslowprofessional
growthofruralteachersandimprovingtheoverallqualityoftheteachingstaff.Usingsituationalin-
terviewstocollectrelevantdataandconductcasestudies,thisstudyaimstoexploretheissueofpro-
fessionalcapitalaccumulationinthein-servicelearningprocessofruralteachersandexploreeffective
waysfortheirprofessionalgrowth.Fromtheperspectiveofprofessionalcapitalaccumulation,re-
searchhasfoundthat:ontheonehand,ruralteachersfacethreedilemmasintheprocessofin-service
learning,namelythestructurallackofsocialcapitalinruralteachergroups,theinternalandexternal
difficultiesofindividualhumancapitalanddecision-makingcapitalaccumulation,andthelackofthea-
bilitytoreproduceprofessionalcapitalintheircommunitiesofpractice.Ontheotherhand,theoppor-
tunityforruralteacherstoachieverapidaccumulationofprofessionalcapitalduringtheirin-service
learningprocessliesinwhethertheycangainrecognitionfromthecommunity.Therefore,buildinga
mechanismforaccumulatingteacherprofessionalcapitalandpromotingprofessionalgrowthrequires
stimulatinginternalmotivationwhilealsoleveragingexternalincentives.Fromtheperspectiveofex-
ternalsystem,theconstructionoftheteachingstaffandtheincentivemechanismforteacherprofes-
sionalgrowtharetheinstitutionalguaranteesforsocialcapitalflowandtheexternaldrivingforcefor
humancapitaltoplayarole.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nalsystem,socialcapitalprovidesopportu-
nitiesfortheaccumulationofhumancapital,supplementsdecision-makingcapital.Humancapitaland
decision-makingcapitalmutuallyconstrainandpromoteeachother,whichisthefoundationofsocial
capitalcirculationandprovidesnecessaryguaranteesforthe“quality”improvementofsocialcapital.
Inaddition,itisaneffectivewaytopromotetheprofessionalgrowthofruralteacherstoestablisha
ruralteacherlearningcommunitycomposedofoutstandingteachers,backboneteachers,andnovice
teachers,andtoguidetheflowandgrowthofvariouselementsofruralteachersprofessionalcapital.
Keywords:ruralteachers;teachersprofessionalgrowth;communityofpractice;professionalcapital;
on-the-job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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